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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助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
“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全面提高政

府运行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破除制约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推动中国经
济向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海南
省省长沈晓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南充市市长
吴群刚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吸

收历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政府、
市场和社会职责边界的界定、责任链条
清晰、运行机制优化，坚持机构与职责
同步调整、转职能与提效能同步推进，
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
理水平。

代表委员表示，此次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通过科学化设置国务院组成部

门，进行分类管理，把职能相近、联系
紧密的部门统筹设置，将有效防止九龙
治水等情况的出现。

徐明非委员指出，机构改革还将有
效解决文山会海。“过去为什么会议多？
因为党和政府机构职能有交叉，有时一个
分管市长，上面对几个领导，只能通过反
复开会来协调。”

“从全国来看，‘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越往基层事越多、力量越薄
弱。”吴群刚代表建议，在推动机构改
革时，要立足强基固本，优先向基层和
民生领域倾斜，更好地保证“基层事情
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
人办”。

还有代表委员建议，改革必须充分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我国的实
际情况是越往下机构越少，到了县、乡、
镇这些级别，往往是一个机构多块牌子。
因此，也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必须与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唐良智说，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然要求。

“国务院机构改革将进一步理顺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全国
人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渤
海靺鞨绣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很关注
将要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孙艳玲代
表说：“非遗在推广过程中非常难。为
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有效的载体和
平台。如果非遗与旅游很好地结合起
来，相信这些宝贵遗产将得到有效传

播、推广。”
“当前，一些领域党的机构设置和

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
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
有待完善。”唐良智代表说，要解决一
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
脱节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化机构改革，
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
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攻坚克难提供体

制支撑和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内江市市长

任晓春对此深有同感，他进一步分析说，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机构不健全的问题，
一些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的问题，一
些机构职责缺位、效能低下的问题，一些
机构人浮于事、功能虚化的问题比较突
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改
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在改革上有所
作为，将改革进行到底。一次全方位、
深层次的重大改革和自我革命必将成为
改革再出发的一个里程碑。”任晓春代
表说。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是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大工
程，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前所
未有。机构改革是‘老大难’问题，
要下决心、要动真碰硬，涉及复杂的
权利、利益调整、人员分流安置等问
题。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没有党中央的
绝对权威是不行的。”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保

铭说。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民

族宗教工作委员会主任邓泽永表示，各级
党委、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关于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上，坚决维
护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思想不
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
市长朱是西认为，深化机构改革是统

筹考虑的大手笔、大方案。要正确理
解和落实党政职责分工，理顺党政机
构职责关系，保证党实施集中统一领
导，保证其他机构协同联动、高效运
行；要减少多头管理，减少职责分散
交叉。比如，此次提交审议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提出组建退役军
人事务部，目的是要协调各方面力
量，更好为退役军人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席
徐明非强调，改革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
一领导，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

“改革必须上下对应，同步推进，按照
总体部署加快调整”。

科学性也成为代表委员们对此次
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共识。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副所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泓说，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不仅立足当前，从党和
国家机构职能上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保障，还着眼未来，注重构
建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

3 月 14 日下午，在审议、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时，代表委员们表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具有历史和现实必然性，要准确把握这场深刻变革的鲜明特征，始

终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领导，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不断推

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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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新时代发展所需的重大改革
栾笑语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
革。提请人大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着眼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将党的
十九大的战略部署细化实化具体化，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刀
阔斧的改革决心和深谋远虑的改革智慧，
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和国家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
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社会
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
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这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党
在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不断适应各
个发展时期工作中心转移的需要，积极推进
机构改革。沿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改革

这条主线，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公共服务”等政府基本职能，机构改革
的脉络清晰可见，一次次顺应了发展需要，
解决了突出问题，取得了积极成效，回应了
时代呼唤，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牢牢抓住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这个关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
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进展，为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机构改革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
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不断进行调
整。过去5年，党和国家出台的很多改革
方案，都需要提供相应的组织支撑和保
障，由此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出了
相应要求。展望未来，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

九大描绘的新时代宏伟蓝图，也迫切要求
进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适应和满
足新时代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需求。通
过科学设置机构、合理配置职能、统筹使
用编制、完善体制机制等务实举措，可以
有效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同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不完全适应的问
题，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要求不完全适应的问题，将现存的障
碍和弊端一举破除。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面
向新时代的新征程，解决好事关长远的体
制机制问题尤为重要。各地各部门都要深
刻认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大力支持改
革、积极投身改革，形成推动改革的强大
合力，确保完成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各项任务，不断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
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保障。

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热议国务院机构改革。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这是全国人大代表
在认真听会。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